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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去家访
我的二本学生2》

本书是黄灯继《我的二本学生》之后

推出的新作，记录了她在 2017 年-2022

年走访自己学生原生家庭的所见、所闻、

所感、所想。在这些散落在地图上，需要

无限放大才能看到它名字的小城、乡镇、

村落里，黄灯与学生的父母、祖父祖母、

兄弟姐妹、同学发小、街坊邻居一起交

流，倾听他们对教育和人生的体悟，进而

更真切和深入地了解那些从四面八方来

到她课堂上的年轻人，她的二本学生。

黄灯跟随学生回家的路线，一路换

乘高铁、长途客车、中巴车、电动车、摩托

车来到腾冲、郁南、阳春、台山等地，来到

已经废弃的小学操场、爬上老房子的屋

顶、坐在茶园的高坡上等，感受学生成长

的环境，体验每一个家庭为孩子教育所

做的艰辛付出。

在这一遍又一遍脚踏实地的走访

中，黄灯既贴近了自己的学生，也贴近了

家长，并在更深的意义上贴近了自己、贴

近了教育、贴近了当下中国的现实。没

有什么是易得的，哪怕是二本院校，也需

要孩子全力以赴，和家庭倾力托举。

三体、黑域、智子、水滴、二向箔⋯⋯

翻开《三体》小说，看到这些奇幻的字眼时，

你是否会脑洞大开？在《三体》中，刘慈欣

融入了大量的前沿物理学理论，并在此基

础上加以延伸，树立了硬派的科幻风格，

向读者呈现出一个个神秘莫测的科幻奇

景。那么这些科幻奇景与现代物理学有

哪些联系？他们是否有可能成为现实呢？

本书的作者、物理学家李淼以刘慈

欣的科幻小说《三体》为起点，介绍了令人

耳目一新的现代物理学和现代宇宙学知

识。从牛顿力学到相对论，从量子力学到

弦论，从多维空间到黑洞，从宇宙的诞生

到最后的终结，甚至还从物理学的角度探

讨了自由意志的命题，本书几乎涉及物理

学和宇宙学前沿的所有方面。在《三体》

里涉及的种种科学问题，你都可以在这本

书中找到权威的答案，从而深入地领略

《三体》的意趣，充分感受科学的魅力，惊

叹物理学为人类提供的可能性。

《<三体>中的物理学》

吕民贵与吕民贵与《《兵纶抚式兵纶抚式》》
□胡潮晖

吕民贵，字东萌，永康河头村人，

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，国民革命

军少将加中将衔，曾任河南巩县兵工

厂厂长、皖南盐务缉私局局长等。吕

民贵有才名，其著作目前已知有《西

湖史诗》与《兵纶抚式》两种，前者现

已收入《西湖文献集成续辑》第 17 册

（杭州出版社2015年版）点校出版，后

者则长期鲜为人知。

一
关于吕民贵的生平事迹，公开资

料介绍不多。吕民贵在1991年版《永

康县志》、2017 年版《永康市志》中均

无传记。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在 1931

年曾出版樊荫南编纂《当代中国名人

录》，该书“叙述中国最近党、政、学、

商各界名人之事实”，吕民贵与永康

的另一位吕姓将军——吕公望一同

入选。不过，该书对吕民贵的记载非

常简略，仅称吕民贵“曾任巩县兵工

厂厂长”，并未介绍吕民贵的年龄、字

号、籍贯等信息。宋涛主编《民国杭

州历史遗存》（杭州出版社2011年版）

介绍称：“隐庐的主人吕民贵是浙江

永康人，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，

曾在国民党的巩县兵工厂任厂长，获

少将军衔。”台湾出版的《张上将谞行

烈士传》（恒学出版社1987年版）则记

载：“吕民贵，保定军校毕业。曾任营

长、团长、旅长、中将师长、厂长、盐运

使等职。”1994年版《河头村志》、1997

年版《居邑河东吕氏宗谱》对吕民贵

的介绍稍详。

《河头村志》记载，吕民贵（1888

年～1972 年），字东萌。年少时，家境

清贫，而天赋聪慧，学习成绩优异，获

得亲友支持，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

校。曾任陆军步兵连、营长，中央军校

教官，河南巩县兵工厂厂长，安徽皖南

缉私局局长等职；国民革命军中将衔

少将。北伐战争时期，因唐生智反蒋

失败，巩县兵工厂设备遭破坏，工人星

散，民贵辞职，脱离军戎。民贵在异乡

做官，却惦念乡梓父老疾苦，曾委托

吕良进济困扶贫，对鳏寡孤独、困难

户发救济金，每户四块银圆。独资兴

建华溪小二百上首摆头（永培公纪念

摆）一座，使后畈一片良田免遭洪涝之

患，并资助吕相小学风琴一架。

《居邑河东吕氏宗谱》记载，民

贵，永培幼子，字东萌，生卒缺⋯⋯

公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，小（少）

将军衔，曾在唐生智部下任职。南

北战争时期务商。抗战时期给村里

吕姓鳏寡孤独、老贫困户发放救济

金，年关发银圆四块。又在北溪油

车潭建造永培纪念摆一座，阻挡北

溪洪水，使后溪滩菜地免遭冲毁，造

福河东后代。又曾在后街路购买地

皮一块，拟建造河东校舍，但因时局

变更未能办成。

吕民贵的早年事迹，由于缺乏资

料的缘故，尚待进一步考证。其在

1920 年代后期的经历，则可根据报

刊、档案资料还原一部分。吕民贵从

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，很可能在

浙军任职。根据档案资料，吕民贵曾

于 1925 年下半年短暂担任过北洋政

府陆军部军学司三等科员，其军衔为

陆军步兵少校加中校衔。1926 年 3

月，吕民贵受浙军元老、孙传芳“五省

联军”徐州总司令陈仪的委派，出任

浙军第一师第一旅第一团第二营营

长，驻扎在徐州一带。1926 年冬，陈

仪转投国民革命军，浙军第一师全部

调防回浙，吕民贵亦随军返杭。1929

年 2 月，吕民贵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国

军编遣委员会总务部文书科上校副

科长。同年 5 月，吕民贵升任国军编

遣委员会总务部文书科上校科长，数

日后又被任命为陆海空军总司令武

汉行营参谋处第一科科长。同年 6

月，吕民贵被任命为巩县兵工厂厂

长。1930 年 5 月，国民政府财政部委

派 吕 民 贵 充 任 皖 南 盐 务 缉 私 局 局

长。1931 年 12 月，国民政府行政院

通过决议，正式免去吕民贵巩县兵工

厂厂长之职，“另候任用”。此后，吕

民贵似脱离军政界，未再出现在各大

报刊的新闻报道之中。

1929 年，吕民贵曾在杭州西湖湖

滨置地建造一幢西式花园别墅，名曰

隐庐。据说，这幢别墅是吕民贵亲自

参与设计的。隐庐主楼为三层三开

间高敞楼屋，层高达 3 米多，面积达

1003平方米，装饰豪华。主楼以外又

有 19 间平房，每间有 20 多平方米。

除此之外，隐庐还有一个建有亭台楼

阁、假山池塘的花园，整个院子占地

近 3 亩。隐庐的主楼至今保存完好，

现已列入杭州市历史建筑保护名单，

并被改造为民国风酒店对外营业。

吕民贵在永康亦有一幢花园住宅，名

曰培园。1949年后，中共永康县委曾

长期在培园办公。

二
吕民贵《兵纶抚式》1918 年 11 月

由保定印书馆出版，《民国时期总书

目·军事》（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4 年

版）未著录此书，笔者目前仅在北京

师范大学图书馆发现一部藏本。《兵

纶抚式》全书共两册，封面以篆书大

字书写书名，书名之上又有“治兵实

务”四个篆书小字，用通俗易懂的语

言点明了全书的主旨。

《兵纶抚式》开篇有吕公望撰写

的题词、卢旭撰写的序言以及吕民贵

撰写的自序与例言，其中吕公望是辛

亥功臣、军界前辈，同时也是吕民贵

的同乡，安徽庐江人卢旭则是吕民贵

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同学。根据

吕民贵的自述，《兵纶抚式》编写于他

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就读期间，全书

约有 20 余万字。而他之所以编写这

样一本书，主要有两方面原因：一是

因为清末民初之际国家贫弱，“非资

忠履义，以武经国，不可图存”；二是

因为“吾国向少治兵，论著间或有之，

亦非具体”，坊间所售兵书多属兵法

一类，而缺少与军务相关的论著。

《兵纶抚式》全书共有 7 篇 65 章，

“分类有七，名虽异致，义实斠通”。

第一篇《通储》相当于全书的绪论，分

《宅诚》《储材》《修饬》《宏器》《养威》

《廉让》《胆略》等章。第二篇《练将》

主要阐述见习军官、青年将校需具备

的素质，分《器格之自序心》《服从之

养成》《勤务之修习》《士兵之待遇》

《军纪之养成》《责任心之必要》等

章。第三篇《征兵》是全书比较具有

特色的一章，吕民贵认为“义务兵制

（即征兵制）乃兵制中之最良者，古今

盛世多见釆行，吾国现虽沿行佣兵

（即募兵制），究是权宜于一时，不久

必废”，因此在书中专辟一篇介绍征

兵制的历史、征兵制与募兵制利害之

比较、征兵制施行的原则等问题。第

四篇《治兵》详细介绍士兵训练诸方

面之要点，具体包括士兵心理、士兵

教育、军纪、野外演习等方面。第五

篇《内务》介绍军中各项内务的注意

事项，分《告语》《表式》《管理》《经理》

等章。第六篇《抚驭》介绍将领安抚、

控 驭 属 下 的 方 法 ，即 所 谓“ 用 人 之

术”。第七篇《运用》“逐章援引兵法，

证以古时战例”。总而言之，《兵纶抚

式》是一部相当实用的治兵指南，涵

盖范围较广，“指陈贵切，不尚空谈

⋯⋯悉能言之成理，断乎可行”。而

吕民贵善于军事教育及理论总结这

一 特 长 在 后 来 也 得 到 了 充 分 的 发

挥。1925 年，浙军第一师为提高干部

素质，曾选拔数十名优秀士官长编成

干部教导队接受专门训练，吕民贵即

在干部教导队中担任教官。又有文

章称，吕民贵曾任中央军校第六期学

生总队上校战术教官，具体情况有待

进一步研究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吕民贵对军官的

写作能力相当重视。在吕民贵看来，

“文艺者，名誉之张本也，文明时代人

人成竞于智慧，则视此尤为紧要”，然

而青年将校往往忽视这一点，结果执

笔写作常常词不达意，公文也常常出

错。吕民贵在书中提出，军官绝不可

“以文艺为小道置之”，闲暇时间必须

经 常 练 习 写 作 ，“ 不 可 轻 假 他 人 之

力”。《兵纶抚式》的附录部分附有吕

民贵所撰各类文章 10 余篇，题曰《彻

凡生待正文稿》，具体包括《与舅兄姚

若愚论古文家源流得失书》《答友人

书》《上陈石遗先生书》《赠胡子昭序》

《橡湖仙影序拟》《钱益三先生暨吕太

孺人七十双寿序》《刘氏族谱序》《莲

池纪游诗序》《记钞本韩昌黎文后》

《彻凡生传》《处士刘作仁墓志铭》《祭

应冠北文》《来复报祝辞》等文。吕民

贵“永康才子”之称，诚不虚也。

（本文作者系浙江大学历史学院

博士研究生）

杭州隐庐（吕民贵旧居）


